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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
地 ， 萬 物

復蘇，此時
可多曬太陽多

做運動出汗，特別
是清晨時分陽光較溫

和，有助排走體內濕氣。

中醫治療癌症方法眾多

驚蟄已過，天氣慢慢變得暖和。有指和暖的春季好發傳
染病，這時的養生之道要留意什麼？記者專訪註冊中醫師
倪詠梅，講解何以皮膚與肌肉在春季易受濕邪入侵、養肝
健脾的注意事項。她建議春季飲食宜清淡，從而提升身體
免疫力，並推介三款養生食療。

春季好發傳染病春季好發傳染病 宜養肝補脾胃宜養肝補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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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豹吳文豹 作者簡介：吳文豹，前香港大學中醫學院副教授，從事中
醫臨床、醫學教學55年。曾在滬時從業西醫骨科，臨床經驗
達17年。在中醫骨傷、推拿、針灸及中西醫結合領域頗有造
詣。對臨床、教學有獨特見解與自己的理論學說。

作者簡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臨床教授、世中聯
腫瘤經方治療專業委員會副會長、香港中醫藥學會腫瘤專業委員
會副主任委員、世中聯醫案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主要研究中醫
預防和治療各類惡性腫瘤、腫瘤併發病、癌前病變。

中醫按摩的保健及養生作用

徐凱

中醫防癌中醫防癌中醫防癌

以中醫藥為主治療癌症的方法有很多種，如益氣養血
法、調和臟腑法、清熱解毒法、以毒攻毒法、化痰散結
法和活血化瘀法等。中醫治療方法雖多，臨床也必須辨
證使用，並且多須幾法合用，扶正抗癌、攻補兼施，既
要抑制或消滅癌細胞，又要最大限度地保護人體正常組
織（正氣）。

對於那些高齡且體弱的癌症患者，若癌細胞分化程度
較高，或癌細胞處於休眠狀態，又或癌細胞分化周期比
較長、生長速度非常緩慢，如惰性癌細胞等。這類癌細
胞往往對化療、電療或標靶藥治療不敏感，甚至有抗
拒。比較典型的如「高分化腺癌細胞」，這類癌症若已
經發展到晚期，不適合手術切除治療，化療、電療或標
靶藥治療效果也不理想。因此，可考慮中醫藥辨證抗癌
治療。中醫藥治療有機會延緩癌細胞的生長速度，改善
生活質量，做到人瘤共生存，甚至有機會消滅癌症。

曾遇到一位84歲高齡的女性升結腸癌患者，腫瘤大小
約3cm，活檢為中分化腺癌，全身檢查未發現癌轉移，
需要手術治療。家屬考慮患者年紀大，希望中醫藥治
療。經過中醫「四診」並結合現代醫學檢查，中醫診斷
為：大腸癌中期，臟腑氣血功能不足並失調，同時有氣
虛氣聚，痰瘀結聚。中醫治療給予益氣養血、化痰活血
散結法。中藥湯劑治療約兩年後，PET+CT檢查結腸內
未見癌症。之後老人家仍堅持中藥湯劑口服治療約3年
有餘，期間檢查未見復發，95歲高齡時仍生活得很好。

有些癌症患者，由於合併其他較難治癒的慢性疾病，
導致心肺功能，或肝腎功能較差，或患有較嚴重的貧
血，不適合手術、化療、電療或標靶藥治療，可先採取
中醫抗癌方法治療，以延緩癌症細胞的生長速度，或通
過中醫方法治療後，改善心肺功能或肝腎功能，糾正貧
血，創造手術、化療、電療或標靶藥治療的機會。例如
小細胞肺癌的惡性程度較高，一旦明確診斷後，若未經
積極抗癌治療的中位生存期僅為2至3個月。聞有一位
78歲高齡的男性小細胞肺癌患者，10年前曾化療並電療
頭部，治療後檢查身體內癌細胞全部消失。化療、電療
後患者出現輕度貧血，經治療一直未能復原。10年後患

者肺內小細胞肺癌復發，縱膈、鎖骨上下淋巴結轉移，
再次接受化療。第一次化療後，患者白細胞明顯下降，
需要抗生素並注射升白細胞針治療。患者擔心自己年紀
大，身體難以承受化療，有意接受中醫藥治療。經過中
醫「四診」並結合現代醫學檢查，診斷為：小細胞肺癌
廣泛期，脾腎氣虛、精血不足為主，兼有痰瘀毒結聚。
中醫藥治療給予：調補脾腎、養血填精，兼以化痰活
血、解毒散結。由於小細胞肺癌惡性程度高、進展快，
須及時化療，殺滅癌細胞。中藥治療小細胞肺癌，難以
達到有效的治療劑量和藥效，即使使用中醫藥以毒攻毒
治法，也是有其法，無其藥。用中醫藥理論認識化療藥
物，正是屬於「以毒攻毒」的藥物，且可達到精準的有
效治療安全劑量。患者先服用中醫藥協助治療貧血，待
貧血糾正後可繼續化療。兩周後貧血得到糾正，患者繼
續接受化療，並且在化療期間繼續服用中藥輔助治療。
後來病人順利完成5次化療，化療期間未再出現貧血，
化療的疲勞乏力、食慾不振等不良反應也得到緩解。

部分晚期癌症患者對化療等抗癌治療非常恐懼，在積
極動員其接受現代抗癌方法治療，其仍然拒絕的情況
下，可採用中醫抗癌方法治療。這時中醫藥主要治療的
目的是：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延長患者的帶瘤生存
期，抑制癌細胞生長。中醫治療癌症，應配合中醫膳食
療法、情志療法和養生運動療法等，則癌症患者在中醫
方法治療中，會獲得較好的紓緩治療效果。曾有一位晚
期肝癌患者，肝右葉巨塊性肝癌，門靜脈癌栓形成，不
適合手術和化療，標靶藥治療 2 個月後病人轉中藥治
療。經過中醫「四診」，診斷為肝癌晚期，氣血不足、
痰瘀互結。中醫藥治療給予調補氣血、化痰活血散結，
同時配合中醫膳食療法和養生運動療法。患者在服用中
藥基礎上，每日根據中醫師指導調整飲食，同時堅持做
郭林氣功並游泳等養生運動。後患者病情穩定，期間上
腹肝區疼痛隱隱，基本可以耐受，不影響日常生活。

中醫藥治療晚期癌症，主要以減輕或消除癌症生長和
侵襲，改善患者生活品質和延長帶瘤生存期為主，辨證
使用抗癌中醫藥，希望可以延緩癌細胞生長速度。

中醫推介春季養生食療

多年前《香港商報》曾經刊登過一篇有關
宋美齡與中醫按摩的文章，講述了按摩療法
在治療、養生、保健、康復等領域中的作
用。

宋美齡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用按摩方法保
養身體。宋美齡母親晚年體弱多病，有位牧
師朋友提議用按摩可減輕其母的病痛，經按
摩後老人家病痛大大改善，從此宋美齡認識
到中醫按摩，自己也喜歡上這種保健養生醫
術。

人體背部分布着許多經絡與穴位，中間有
督脈、兩旁約一橫指距離是兩條華佗夾脊經
絡，從頸背至腰骶，分布許多穴位，再向外
側橫移，脊柱兩側各有兩條足太陽膀胱經絡
行走從頭經背到下肢，故人的背腰部共有5
條經絡，而且有很多穴位駐足，又關係到許
多臟腑，故治療一些內臟病症，常在背脊取
穴，被稱為「俞募配穴」。比如，背部膀胱
經上的脾俞、胃俞、大腸俞等穴。從現代醫
學生理、解剖來看，脊髓神經對人體內臟有
着重要的關聯，所以在背部這些穴位進行按
摩，造成良性刺激，促進血液循環，興奮末
梢神經、提高免疫能力，使體內內啡肽等化
學物質分泌增加，使人體在舒坦中提高了抗
病能力。長期在背部諸穴作按摩醫療，能起
到延年益壽的作用，宋美齡活到百餘歲，可
能與她長期作按摩保健有關。

宋美齡在接受按摩保健的同時，也開始學
習一些按摩知識，並開始自我按摩自己的乳
腺。按摩可使胸腺T淋巴細胞產生，提高免
疫能力，加強胸腺素。胸腺是免疫細胞的
「出生地」，按摩胸部能提高抗病能力，同
時還有保持乳腺部的形體美，是防止胸部退
化、萎縮、保持豐滿有彈性的好方法。

按摩胃腹部，取穴中脘、神闕、關元、氣

海、丹田，可促進胃腸功能的改變、防治胃
脹、胃痛、消化不良、大便不暢、便秘、腹
瀉，對於調節胃腸功能有積極作用。

按摩頭面部可預防感冒，治療頭痛、失
眠。長期堅持，取穴百會、太陽、印堂、迎
香、風池等穴，預防感冒十分有效，每天晨
起堅持自我按摩頭面10分鐘，會見到明顯效
果。如頭痛、失眠者加重頭後頸部、風池、
百會、太陽、合谷的按摩，必有收穫。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當時宋美齡自覺
身心疲憊，有請侍女為她作全身按摩。50年
代到了台灣後，開始配備專職按摩師進行全
身保健按摩，這種情況一直到宋美齡1975年
赴美國治病時，仍沒有中斷，如果有一天沒
有按摩保健，她就會不眠，心情不寧、寢食
不寧，宋美齡將按摩作為她養生的一種生活
習慣，這種持之以恒的堅持，在養生保健按
摩是很值得提倡的。每天或隔天接受半小時
至1小時的保健按摩，對於調節血液循環、
穩定情緒、提高免疫能力是有很好的作用。

宋美齡在台灣時期，一位醫生向她介紹講
述足部按摩的好處，足部按摩不僅舒服，而
且還是一種排毒治病的好方法，她接受了醫
生建議，增加了足部按摩內容，不久她的胃
病不藥而治，症狀有很大好轉。人體的十二
經脈中有3條陰經及3條陽經在足部循行。足
部除經穴外，還包含有人體各部器官的反應
區域，我們叫它「全息胚」，當人體某器官
發生生理變化，足部反射區首先出現反應。
所以，對足部的按摩可有疏通經絡、調和氣
血、防病祛病的作用。筆者在本專欄曾寫過
「蘇東坡與足底按摩」一文，說明古人對足
部按摩的作用也有豐富的經驗與研究，這一
保健方法，可說在中華大地流傳了上千年，
深受民眾歡迎與認可。

古時驚蟄春雷一響，潛藏的昆蟲動物被驚
醒，此時細菌和病毒會大量生長繁殖，尤其
傳染病更加猖獗。

驚蟄過後意味仲春時節開始，註冊中醫師
倪詠梅表示，此時養生應留意三個重點：
「首先要注意去濕，春季天氣變濕變暖，也
是梅雨季節的開始。香港人經常處於冷氣
房，愛吃生冷食物、飲凍飲，又較少運動，
大多屬於體濕。到了春天，外界環境濕度增
加，體內淤積的濕氣就越多，反映身體有濕
氣的輕微徵狀包括感到身體疲累、欲睡。體
質較差並會感到膊頭痠痛、關節痛加重，若
有濕疹的人士更加要注意，春季較易發作，
濕聚皮膚會引起痕癢。第二要留意情緒，注
意養肝，春天是養肝的季節，肝主情緒、氣
機疏泄，因此春季情緒易反覆，容易有不良
情緒出現。第三，驚蟄也提到害蟲復蘇，香
港樹木較多，若對蚊蟲敏感的人士要特別注
意。另外，春天病邪亦多，易有感染性的疾
病，如腹瀉、感冒、水痘、腸病毒等。」

如何預防常發疾病
驚蟄時節常發疾病有濕疹、腹瀉、水痘、

鼻敏感及膝關節疼痛等，對於各種疾病應怎
樣預防？倪醫師解釋：「濕疹、風癩代表皮
膚上有水分，令人想搔癢，天氣濕時會加
重，皮膚的水分難散發，濕浸淫肌膚，較易
出現皮膚瘙癢性的疾病。應減少喝凍飲、多
做運動出汗來預防。水痘、蛇串瘡也是感染
性的疾病，應增強抵抗力預防，中醫認為歸
根究柢也是由濕氣引起。腹瀉因濕浸腸胃所
致，大便呈水狀，天氣變暖，生的食物容易
變壞，更應少吃如魚生等生冷食物。另外，
這時也是輪狀病毒的高發期，因此食物盡量
熟食，並少吃甜食，減少濕氣。鼻敏感是過
敏性疾病，應多做運動增強肺氣。膝關節疼
痛應避免碰水，洗澡後盡快抹乾，衣服要乾
透才穿上。」驚蟄過後，氣溫逐漸升高，人
們感到困乏，倪醫師提議三招能趕走春困：
「濕在肌肉會引致春困，令人身體特別疲
累。首先應去濕，多吃去濕食材，如以薏
米、茯苓、淮山煲湯，讓身體排去水分。第
二應增強運動，多曬太陽多出汗，特別是早

上陽光較溫和，有助蒸發水分，排走濕氣，
精神會更好，並能使氣血調和。第三應少冒
雨涉水，下雨一定要用雨傘，以免濕氣入侵
人體，如不小心冒雨，應盡快弄乾身體，並
飲黑糖薑茶散寒。」

護養肝氣為重
春季是肝氣生發之時，屬於排毒最佳的時

節，飲食上應順肝益脾，平和五臟，倪醫師
指出：「春日宜省酸增甘，以養脾氣。酸味
會蒸發肝氣，令情緒更加不穩定，太酸的食
物如梅酒、梅子、話梅或較酸的檸檬茶都應
盡量少吃。肥膩食物也應少吃，易生濕。應
多吃甘味的食材，如淮山、蓮子、茨實、紅
棗、桂圓、蜂蜜，又或味道較平和的食材，
如豆腐、扁豆。可適量進食辛味食材，有生
發作用，可舒肝氣，有暖胃作用，可以中和
食材的寒性，可選洋蔥、蒜、青蔥等較好，
在飯菜中加入一點蔥蒜調味。」春季陽氣升
發，飲食方面宜清淡，以保護脾胃。

穿衣以「捂」為主
春季時節人體的肝陽之氣漸升，陰血相對

不足，養生應順乎陽氣的升發，使精神情志
也暢達。倪醫師表示：「春季萬物復蘇，應
該早睡早起，散步緩行，可以使精神愉悅、
身體健康。春天陽氣生發之時，可多做戶外
運動，多散步。」年輕人尤其是女士，往往
在早春時節就穿起短裙，但這種服飾其實對
身體不利，倪醫師解釋：「腿部以下皮膚範
圍很大，容易流失陽氣，尤其在陰雨綿綿的

日子穿裙裝，暴露在外的肢體會因為風寒的
侵襲而出現發涼麻木、行動不靈、痠痛等不
適情況，特別是膝關節外皮下脂肪少，缺乏
保護，對冷空氣的侵襲較為敏感，受寒後更
易發生局部麻木、痠痛等症，久之會引發關
節炎。現時疫情肆虐，正氣受損更易感染病
毒，因此春天也應穿着長褲長襪。」

按壓穴位有助疏肝
疫情期間人們情緒更易波動，倪醫師表示

可按壓太沖、足三里兩個穴位，有助舒肝
氣：「以拇指指腹按十下，連續三次，大力
按壓，可按至有痠麻脹痛感，按這兩個穴位
能疏肝理氣，令人情緒平和，並有一定的降
血壓作用，可健脾氣。若是浸腳也可浸至足
三里，效果會更好。春天仍是乍暖還寒的時
候，因此多浸腳有助氣血循環，對身體有益
處。」

材料：淮山15克、生熟薏
米 30 克、炒白扁豆 10 克、
甘筍 1 條、粟米 1 條、瘦肉
300克。
做法：淮山、生熟薏米及

炒白扁豆清水浸洗。瘦肉汆
水，甘筍去皮切塊，粟米切
塊。水滾後加入所有材料，
大火煲30分鐘，再轉中火煲45分鐘即可。
功效：健脾利水去濕。

◀以拇指沿腳趾公、次趾夾
縫向上移，移至兩趾骨交接

的凹陷處，指尖能感
受到脈搏跳動
便是太沖穴。
手握腳掌，用
拇指指腹按壓
太沖穴十下，
連續三次，有
助緩解緊張情
緒。

◀足三里取穴方
式為站立，張開同
側手掌，虎口圍住
髕骨上外緣，四指
直指身下，
食指按在脛
骨上，中指

尖 所 指 的 位
置，有痠麻脹
痛感就是足三
里穴。

註
冊
中
醫
師
倪
詠
梅
表

示
，
春
天
是
人
體
養
肝
強

身
的
好
時
機
。

材料：洋蔥1個、白蘿
蔔 1 個、青蔥 4 條、清雞
湯 500 毫升、油適量、胡
椒粉適量。
做法：洋蔥切成小塊，

白蘿蔔去皮切大塊，青蔥
切成粒。預備深鍋，鍋中
下適量油，炒洋蔥至微
黃。不用熄火，下清雞
湯，加入白蘿蔔及適量胡椒粉，可加適量水至蓋過白蘿蔔。
中火燉45分鐘至蘿蔔變軟，吃前再灑上蔥粒。
功效：養胃舒肝。

材 料 ： 玫 瑰 花 3
朵、茉莉花 2 朵、玄
米茶包1個、熱水300
毫升。
做法：所有材料置

入杯中，熱水泡 5 分
鐘即可飲用。
功效：平肝解鬱。

淮山薏仁去濕湯

雙蔥燉蘿蔔

玫瑰茉莉花茶

淮山薏仁去濕湯淮山薏仁去濕湯

雙蔥燉蘿蔔雙蔥燉蘿蔔

玫瑰茉莉花茶玫瑰茉莉花茶

乾淮山有益腎氣、健脾胃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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